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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PACHE Ⅱ的护理干预对急诊重症冠心病患者心功能及护理效果分析 

孙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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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冠心病作为一类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急性发作常伴随着严重的心脏功能损害，对患者的生

命健康构成巨大威胁，如何精准评估患者状况并实施有效干预，一直是医护人员关注的重点，因此本文探析基于

APACHE Ⅱ的护理干预对急诊重症冠心病患者心功能及护理效果。方法 对我院收治的急诊重症冠心病患者进行

深入研究，对比常规护理和基于 APACHE Ⅱ的护理干预的两组患者应用效果。结果 观察组心功能各项指标均优

于对照组，而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降低，P＜0.05，组间存在对比性。结论 基于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的护

理干预，在急诊重症冠心病患者的护理中具有显著的优势和重要的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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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APACHE II on cardiac function and nursing effect of emergency 

seve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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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As a common cardiovascular disease, acute attacks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are often 
accompanied by severe cardiac dysfunction, posing a huge threat to the life and health of patients. How to accurately assess 
the patient's condition and implement effective interventions has always been a focus of attention for medical staff. 
Therefor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nursing intervention based on APACHE II on the cardiac function and nursing effect of 
emergency seve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Methods An in-depth study was conducted on emergency seve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admitted to our hospital, comparing the application effects of conventional nursing and 
APACHE II based nursing interventions in two groups of patients. Results All indicators of cardiac function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uperior to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hile the incidence of complications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P＜0.05， There is comparability between groups. Conclusion Nursing interventions based on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status scores have significant advantages and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in the nursing of emergency 
seve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Keywords】Emergency severe coronary heart disease patients; APACHE Ⅱ; Nursing intervention; Heart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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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然而饮食结

构、生活方式及环境因素的变迁，以及人口老龄化的日

趋严重，共同导致了心内科疾病发病率的攀升，对公众

健康构成了严峻挑战。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是目前心内科临床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全

称叫做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该病症源于冠状

动脉的结构异常狭窄或阻塞，进而引发心肌缺血缺氧

（即心绞痛症状）乃至心肌坏死（心肌梗塞），故又称

之缺血性心脏疾病，急诊重症冠心病患者往往面临着

严重的心肌缺血甚至心肌梗死的危机，其心功能受到

极大的影响，临床表现症状主要包括面色苍白，气短，

胸闷，胸前区疼痛等[1-2]，严重时可出现心源性休克、

心律失常甚至猝死，因此，对于急诊重症冠心病患者，

及时改善心功能是治疗和护理的关键目标之一。常规

护理措施的实施根据患者不同疾病，为其提供相应的

护理干预措施，但缺乏科学的判断标准及护理措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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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CHE Ⅱ（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评估 Ⅱ）是一种广泛

认可的疾病严重程度评分系统[4]，该评分系统能够较为

全面地考量患者的急性生理紊乱程度和慢性基础疾病

状况，为医护人员快速、准确地把握患者整体健康状态

提供了量化依据，而本文将深入探讨基于 APACHE Ⅱ
评分的护理干预策略，对急诊重症冠心病患者心功能

及整体护理效果的影响，旨在为临床实践提供科学依

据和优化路径。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 2024 年 1 月-2025 年 1 月期间我院急诊

收治的 98 例重症冠心病患者，严格遵循随机化的统计

学原则，将其分为对照组（n=49，采取常规护理措施，

男性/女性为 21：28）和观察组（n=49，实施基于

APACHE Ⅱ评分的护理干预，男性/女性为 25：24），

所有患者平均年龄（65.74±5.49）岁，平均病程（4.14
±1.42）年。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呈现心电图异常特征，符合

《内科学》中对冠心病的诊断标准，纽约心脏病协会

（NYHA）心功能分级Ⅱ级-Ⅳ级，患者医疗档案详实，

生理指标稳定，思维意识处于清晰状态，本人及其家属

经告知后以书面协议方式表示对研究知情同意。 
排除标准：有重度器质性疾病、存在药物滥用史者，

血液系统疾病或凝血机制缺陷、合并恶性肿瘤者，存在

认知交流障碍、精神病史、自身免疫性疾病者，对治疗

所使用的药物出现过敏反应以及以及临床配合度欠佳

和因各种不可控原因不能全程参与者，对样本资料的分

类与归纳均引用相关软件予以处理，分析结果显示各组

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明样本间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措施，涵盖规范用药

指导、系统性生命体征监测及疾病认知教育，并向患者

开展疾病健康教育以阐释冠心病心绞痛的病理机制、

临床表现及干预策略，以帮助患者建立疾病康复的信

心。同步推行生活方式干预措施，包括劝诫患者戒烟、

禁酒，制定营养膳食方案（钠盐、精制糖及脂类物质摄

入量控制），强调规律排便习惯的养成，避免过度用力，

强化体温调节防护意识，注意保暖，作息规律，让患者

适当运动，提高身体素质。 
1.2.2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依据 APACHE 

Ⅱ评分结果，采取个体化的护理干预方案。 
（1）精准评估，分层管理：患者入院时即利用

APACHE Ⅱ评分系统（如体温、血压、心率、呼吸频率、

血氧饱和度、动脉血气分析结果、血常规检查结果以及

肝肾功能和年龄、是否存在慢性健康问题等），对其进

行快速而准确的病情评估。根据评分结果将患者分为

不同风险等级，实施分层管理，对于病情较重、评分较

高的患者，应优先配置医疗资源，重点加强生命体征监

测（15-30 分钟/次），指导其绝对卧床休息，并准备应

急抢救措施；对于低分值患者，护理干预则更注重疾病

的康复与预防并发症，并适当调整监护级别，优化资源

配置，提高护理效率。 
（2）个性化护理计划：基于 APACHE Ⅱ评分，结

合患者的具体病情、心理状态等因素，采取相应的措施。

对于心功能受损严重的患者，重点加强心电监护、严格

控制液体摄入量，准确记录出入量，及时发现并处理心

律失常，并根据医嘱准确使用正性肌力药物、利尿剂等

药物，密切观察药物的疗效和不良反应，确保药物治疗

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当患者心绞痛发作时给氧 2-
4L/min，并合理使用镇痛药物，缓解疼痛不适。而对于

存在焦虑、恐惧情绪的患者，实施心理疏导，还可利用

音乐、电视、短视频等形式，转移患者注意力，以良好

的状态接受治疗[5]，还可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 
（3）动态监测与调整：APACHE Ⅱ评分会随着患

者病情的变化，因此在护理干预实施后，还应持续对患

者进行监测和评估[6]，以便及时捕捉病情变化信号，同

时，关注患者的并发症发生情况，如心律失常、心力衰

竭加重、感染等，一旦发现并发症，要及时调整治疗方

案和护理措施，确保护理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1.3 观察指标 
对比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参照 CQQC 和 SAQ 进

行评估）以及心功能指标和并发症发生率。 
1.4 统计学分析 
应用 SPSS21.0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用 t 检验（x

±s），用 χ²检验[n（100%）]，若 P＜0.05 说明存在对

比意义。 
2 结果 
3 讨论 
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7]，在急诊科就诊的患者中，

冠心病患者占比约为 15% - 20%，其中重症冠心病患者

又占冠心病患者群体的 20% - 30%，重症冠心病患者往

往病情危重，治疗期间需辅以有效的护理。但常规护理

往往侧重于症状缓解与生命体征的维持，不能满足患

者的需求，同时机动性较差，因此如何快速、准确地评

估病情，并采取有效的护理干预措施，以改善患者的心

功能和预后，是急诊医学与护理学共同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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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患者护理效果和心功能指标对比（x±s） 

维度 对照组（n=49） 观察组（n=49） P 值 

CQQC 评分 
护理前 51.64±4.03 51.97±3.39 ＞0.05 

护理后 64.25±5.03 78.13±6.78 ＜0.05 

SAQ 评分 
护理前 47.06±2.60 47.28±2.76 ＞0.05 

护理后 59.92±5.12 78.20±5.09 ＜0.05 

疼痛程度：VAS 评分 
护理前 5.64±1.21 5.69±1.18 ＞0.05 

护理后 3.81±0.67 2.85±0.22 ＜0.05 

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mm） 
护理前 58.32±3.01 58.19±3.24 ＞0.05 

护理后 52.48±3.15 46.69±3.56 ＜0.05 

左心射血分数：LVEF（%） 
护理前 30.34±4.36 30.35±4.83 ＞0.05 

护理后 37.86±4.04 41.24±4.21 ＜0.05 

CO（L/min） 
护理前 3.77±0.89 3.71±0.96 ＞0.05 

护理后 4.02±1.06 4.65±1.13 ＜0.05 

表 2  两组患者并发症对比[n（100%）] 

组别 例数 肺部感染 心力衰竭加重 肺水肿 心率失常 并发症发生率 

对照组 49 2（4.08%） 2（4.08%） 1（2.04%） 2（4.08%） 7（14.29%） 

观察组 49 0（0.00%） 0（0.00%） 0（0.00%） 1（2.04%） 1（2.04%） 

P 值 - - - - - ＜0.05 

 
APACHE Ⅱ（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是

在 APACHE Ⅱ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更为完善的重

症患者病情评估系统[8-9]，该系统更加注重对患者整体

状况的全面评估与动态调整，使护理工作将更加科学、

精准。 
此次研究在急诊重症冠心病患者的护理中，引入

基于 APACHE Ⅱ的护理干预，首先通过对患者入院时

的各项急性生理指标、年龄以及既往慢性健康状况进

行综合评分，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患者的病情严重程

度和预后情况，同时根据评分结果将患者分为不同风

险等级，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护理计划；其次通过精细化

的护理管理，可以有效减轻心脏负担，改善心肌供血，

从而促进心功能的恢复。同时通过动态调整的护理计

划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患者病情变化，有效降低了并

发症的发生率；而个性化的心理干预和健康教育，能帮

助患者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积极配合治疗，进一步促

进心功能的改善。 
综上，APACHE Ⅱ评分系统为急诊重症冠心病患者

的护理工作提供了一个客观、量化的评估工具，不仅显

著改善了患者的心功能和护理效果，还有效提高了医

疗资源的利用效率，值得医学临床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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